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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艺术价值的
“主体性”

! 王远

5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迎来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
生的系列学术活动。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的缺失，道德思想的贫
瘠，美学意义的沦丧，学者们依然在努力为这个社会疗伤，以期
重拾失去已久的生命意义。李泽厚的影响早在80年代就
已经蜚声国内外，其《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
等著作，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整个中国有识之士。
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李泽厚提出了中
西融合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概念。所谓“主体
性实践哲学”，是指人涉及事物，并作出其自
动、自觉、自为能力的价值判断。突出了人对事
物的判断作用。当然，人的主观判断是有“个体
的人”与“人类的人”之间有着显然超越型差
异。我想，主体性的实践差异，主要表述的是个
体具有历史意义的超越判断。

评论家李旭!当代艺术的发展意味着我

们这一代人在将来的历史中是否有文化作

为!或者可以被忽略!然而在有生之年!没有

忘却当初的理想并始终在努力"""建立融

古通今的当代艺术价值体系# 至于纯粹过去

的艺术价值判断不是我所要做的工作!我更

关心的是当代艺术的文化脉络# 文化环境影

响艺术家的发展!艺术家的作为也影响文化

环境#

评论家马钦忠!艺术!需要时间# 当代艺

术的价值的认定需要时间! 但是真正的学者

与专家要多发表意见!否则!不良声音会引起

不良导向# 社会人文价值的高点探索和艺术

语言的空间拓展是艺术评价的核心$ 三十年

的经济发展换来的是文化思想的滞后# 上海

的艺术生态是后者尚可而前者严重不足#

画家孙良!上海文化艺术发展策略有点偏

颇!太注重活动的表面影响!不够专业!对上海

文化主体力量推动不够# 尽管如此!上海依然

还有那么一些具有相当实力的艺术家在努力

着!但是!上海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

因此!上海当代艺术主体群始终没有雏形# 李

泽厚 !"年代初!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门!

但是!这扇门如今没有被打开# 源清 整理

这扇门可能还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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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没有%行标&制度下%官要&

如何提高素养
%在如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我们似

乎忘却了人文与艺术的主体意义% 以及对其

判断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作用(显然%李泽厚

的理论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发展仍然有着深远

的意义(

一般而言，大学、研究机构、专业媒介等是
社会各领域问题及研究的主要单位，遗憾的是
这些单位的研究学者们，尤其是艺术领域的专
家们常常言论不够，作用不大，或者失语。这也
为艺术行业滋生出假专家、伪大师提供了生存
空间，甚至是外行也会发表一下所谓主体建
议，艺术的门槛显得如此之低……在经济为主
的当下，学术自由被搁置，作用当然被忽略。在
没有行业标准以及制度的建立下，政府官员及
大学校长，文化部门及研究机构领导的素养以
及态度，决定了专家意见的采纳程度。

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概
念，对于当今学术的价值意义以及媚外与固
守的状况与文化环境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
一定的普遍作用。
“主体性实践”是超越人类文化意义上的

主体作用。超越人类文化意指，对历史的发展
以及当今现状，有着深入、广泛的研究与主张
权。主张的内容具有对过去的拓展性与学术价
值。显然，我们今天对物质比较重视，而对文化
艺术还不够尊重。不懂艺术的人会理直气壮地
表示，我不懂。还有些官员并不表示其不懂艺
术，可暗中却决定了某些重要艺术项目的认
定。上海普陀区的武宁路桥曾经就被媒体批评
过，原因就是政府官员过多地在专业领域作出
最后决定并造成了如此庸俗的艺术环境。前
年，去澳大利亚，到我姐姐那儿探亲，姐姐嘱咐
我为其客厅画几张油画。画的过程时常被打
扰，一会儿这个过来说，这里要明亮点；一会儿
那个讲，那里要弄点什么，我很不耐烦了。我姐
让她的英国丈夫杰姆也提提意见，杰姆是位工
程师，不懂艺术。但是，他告诉我姐姐，你弟弟
是专业者，应该听他的意见。我想，这应该是个
社会制度与秩序的问题，不懂专业的人如何能
去干扰或去决定他不懂的专业事物呢？

上海的城市发展需要更多的艺术项目与
艺术活动的出现，其中对艺术价值的判断与
认定，我们的一些领导们还需提高自身的艺
术素养以及对艺术专业工作者具备更多的尊
敬。当然，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也有不同层次。
有的是有专业素养的，有的只是为了介入项
目与活动而一味地去迎合甲方，从而捞取名
利。其实，一些鱼目混珠的现象，可以通过更
多专家咨询与论证，结果也并不难解决。关键
的问题依然是，不懂专业的人不要去决定谁
或什么是可以的问题。
“主体性实践”也包含判断价值的问题，

判定事物的优劣对于艺术领域而言，是具有
一定专业知识与学术前沿判断能力的问题。
因此，艺术的价值无法脱离学术价值，也无法
脱离专业工作者的介入与判定。

引领创想需要独立 媚外与固

守不足取
% )主体性实践' 作用于一座城市的个

性*当代性和独立性( 一座城市有没有魅力%

并非是+++她像哪座著名的城市或固守什么

传统样态( 关键还是需要建立这座城市文化

的独立性(

上海的过去一直是引领中国时尚的城
市，我们是否需要反思一下，过去的引领内容
是我们的吗？由于过去科技与资讯不发达，文
化移植也可以认定为前沿或时尚。但是，面对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资讯平面化，交流平等化
的现状，上海还能否以过去的传统方式继续
发展下去？上海的文化发展思维是否需要进
行调整？

堪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并紧跟西方的时代
应该结束了。但是，如今上海又在建造所谓的
西岸艺术、创意产业等项目，拷贝外域的文化
形态与意识，仍然挥之不去。不知其中的主体
文化与创意有什么个性与当代性？然而，我们
看到的是过多的上海文化艺术活动、艺术场
所，大多被非本地艺术家所占用，媒体宣传外
域艺术家来沪举办艺术活动更是不遗余力。
纵观那些来上海登台表演后就走的艺术家，
不是有权有势的就是有名有利的。上海既不
培育本地艺术家，更不培育抱着梦想来自外
埠、外域的艺术家。上海的艺术家，尤其是那
些有着一官半职的所谓官艺们，忙自己的事
都忙不过来了，哪里还有境界关顾上海的艺
术家群体发展之事。近三十年来上海也基本
丧失了当代文化艺术在全国的话语权———尽
管做了许多国际性的文化艺术项目。

据说，上海徐汇区将打造所谓艺术西岸，
希望形成中国最热卖户外音乐节，西岸双年
展等艺术项目，相关西岸的未来发展样板预
借鉴瑞士小城巴塞尔。不知对此的规划与论
证，获得了多少业内同行专家的认可。媚外的
心态也许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改变，甚至是几
代人的时间。

此外，值得关注的另一问题：文化发展是
否仅仅是一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娱乐活
动？这里，我想澄清的是：我并不反对弘扬中
华民族文化，而是我们是否更应该思考———
如何去展现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的主体作
用。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历
史，妥善保护与继承弘扬那是毋庸置疑。但
是，今天的人类需要发展，也同样需要展现今
天人类的文化精神。躺在历史的温床上娱乐
是无法令后人尊重的，固守所谓的传统更无
法令世界感动。

逐而模仿他人臆想 环境影响

艺术取向
%&主体性实践,也反映了城市文化发展

的超越可能性探索( 文化发展的超越需要有良

好的艺术导向与文化环境作为基础( 艺术是一

项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活动( 政府部门*行业领

导*业内传媒人士以及从事文化艺术的工作者%

都应该积极地为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出力(

艺术价值导向，确实会影响很多人，甚至
是在校学艺术的学子们。如今的艺术生们更
多看重的是：“当今流行的是什么，哪些是艺
术拍卖的最高和最贵的，国内外著名双年展
展出的是什么风格，画廊推出的艺术家是谁，
媒体报道哪位艺术家的力度最大，逐而就去

模仿他们的艺术样式，以期获得臆想的成功。
对于这些流行艺术的价值是什么，学术理由
是什么，舆论却毫不探究，甚至是专业圈内也
很少讨论。种种文化现象，对于学生的内心而
言，其实是很迷茫的。”

前些时日，媒体不遗余力地报道某私企
老板以几个亿人民币，购买了毕加索的作品。
过多地渲染艺术品价格，也是不良导向出了
问题。其实，这一购买行为完全是私人的事，
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利用公共媒体广泛报道，
如此，反而让人关注土豪企业的行为。个中缘
由与动机不作评判。但是，对于文化发展与超
越是毫无意义的。

作为上海的重要私人美术馆———喜玛拉
雅美术馆，近年来，策划举办了一系列展览与
讲座，显示出了耳目一新的格局。喜玛拉雅美
术馆积极与高校联合，立足上海，辐射国内外。
显然，不被潮流所左右，以独立专业的眼光发
现艺术的新现象，具备了专业的学术能力，并
且对上海的文化超越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今，
喜玛拉雅美术馆也在梳理上海当代艺术的发
展历程。希望能持之以恒。此外，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副馆长李旭在去年策划了“时代肖像”
当代中国艺术三十年展览，并获得今年 !!"

艺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策展人奖。这也不排除
李旭在这个全国性的艺术大展上，首次选定了
三分之一的上海本地艺术家参展，这对于上海
的文化艺术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当然，文化
环境的改变与超越是需要上海更多方面的呼
应。回顾近三十年的上海文化，显得过于老朽、
不自信且酸溜溜。没有了往日的全国影响力，
自身又不去努力改变。更多的上海艺术家一面
说自得其乐、不予纷争、具备独立精神，但是，
另一面又积极地进京举办展览献媚。对于文化
环境的不满，似乎是很多艺术家都能体会到
的，可是，如果希望谁出来做点为上海文化发
展有益的活动，哪怕是说一下公道的话，可能
上海艺术家们回避的就多了去了。

一代人的问题一代人似乎都知道。在微
博、微信上也常见言论者对这个世界、社会种
种不满。每个人似乎都是意见领袖。然而，指
责的很多，去做，去完善的却很少。甚至是应
该做好的那份本职工作，也不见得做得怎样。

作为大学教师，没有能力改变社会是情有
可原，但是可以改变学生的价值观。如果学生的
价值取向永远被不良世俗所侵扰，那么，他们的
价值观将会带到下一代，如果是这样一种循环
的话，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与超越可
能将变成一个永远的梦。文化学者许纪霖教授
有篇文章，写得很好，题目是“与其诅咒黑暗，不
如点亮蜡烛”。这里的蜡烛，应该是自己吧！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大美术系副主任'教授$


